
否 【釋名】 既濟

六十四卦之第六十四卦，下坎上離。<序卦傳>亦說：「物不可窮也，故
受之以未濟」。未濟的體是否( )卦，上下不交，上卦火往上燒，下卦
水向下流，各行其事，背道而馳。

本卦三陰三陽，三陽失位，三陰也失位，六個爻通通不正。君不君，臣
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64卦只有本卦是如此。揭示事業未成之時，應
當堅循中正、審慎進取，以逐步使事物邁向成功的道理。

未濟卦中二、三、四、五爻所構成的是水火「既濟」卦，也就是說「失
敗為成功之母」；既濟卦中也有未濟，二卦是一體的兩面。

佛菩薩有十種不可盡，亦即有十種永無完成之日的工作。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智慧藏有十種不可盡：1.多聞善方便不可盡；2.親近
善知識不可盡；3.演一句法不可盡；4.入深法界不可盡；5.入無量智慧莊
嚴不可盡；6.出生、長養諸功德藏，心無憂厭不可盡；7.入一切陀羅尼
門(「咒」、「真言」或「總持」)不可盡；8.分別了知一切眾生語言、
音聲不可盡；9.得普令眾生離諸疑惑不可盡；10.得一切佛自在示現教化
眾生，所行成就不可盡；是為十種不可盡法。」

地藏菩薩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；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。所以世出世
法，從來無有盈滿之日。此卦也提醒我們，謙虛的重要，因隨時皆有無
限成長的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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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象辭】

【原文】<象>曰：火在水上，未濟；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

【章旨】此<象>辭勉勵君子辨別物類，使各居其所。慎，就是要從

失敗中，謹言慎行，慎之又慎，敬慎不敗；辨物，辨別物類；方，

處所。居方，站在對的一方。此句是指辨別物類，使各得其所，不

致混亂；同時，避免擺錯位置，以及不要堅持己見。

(按：火在水上，無法炊煮食物，飲食難成，故引申出辨物居方，

改變此火水、剛柔居位不當的情狀)。

【譯文】<象傳>說：火在水上而飲食難成，這就是事未成的象徵，

君子此時當審慎地辨別物類，使各居其所。

(按：由此可知，找對人，作對的事，很重要；否則事情難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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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彖辭】

【原文】<彖>曰：未濟，亨，柔得中也；小狐汔濟，未出中也；濡其尾，無攸

利，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。
【章旨】此<彖>辭闡釋未濟卦卦辭、卦象。未濟卦的「柔得中」是指六五，擺脫了內卦(下卦)的
坎險，進到上卦(外卦)的大放光明(離卦)，須知這是指未來的「亨」，不是現在。

小狐(九二爻)由於初入江湖，不知險惡之所在，果敢於濟度河流；汔，音企，將近的意思。汔

濟：渡河接近成功(差一點成功者，可封為「汔濟」大師，如項羽、陳友亮、念佛未能往生者等)。
未出中：指九二居下卦之中，下坎為險，猶言未出坎險。濡其尾：狐狸的尾巴沾濕。濡，沾濕。

不續終：就是缺乏持續力。不當位：六爻均居位不正；剛柔相應：「初六」與「九四」；「九二」

與「六五」；「六三」與「上九」，都是相應與，這是利空當中還有利多的因素。

【譯文】<彖傳>說：卦辭言：「事未成，勉力促成可得亨通」，是因為柔順(「六五」爻)能守中

不偏；言：「小狐狸度河將近成功」，是說它尚未脫離坎險之中；言：「被水沾濕了尾巴，必無

所利」，是因為它的努力不能繼續堅持到底。雖然卦中六爻居位都不適當，而使事未成，但陽剛

陰柔均相應合，因而只要努力，亦可促使事情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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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爻辭】 鼎

【原文】六三，未濟，征凶，利涉大川。

【章旨】此爻言事未成之時，雖急進有凶，但記取過去失敗的慘痛經驗，就利於

以後渡過一切的艱難險阻。有人認為爻辭「征凶」與「利涉大川」，其義矛盾，

疑「利」字上遺漏「不」字。其實，以維持原文為宜，因為「失敗為成功之本」，

這次「未濟，征凶」，下一次就可以「利涉大川」啊！

【譯文】未濟卦的第三爻，象徵事未成之時，急於前進必有凶險；但此時記取過

去失敗的慘痛經驗，前往冒險也許能突破困境，找到出路，因而有利於渡過一切

的艱難險阻。

(按：第三爻變，坎卦( )變成巽卦( )巽為木，木製為船，船行水上，利於渡

過大江大河也。又，全卦變成為火風鼎( )，就是掌權當老大，革故鼎新，開創

新的局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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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管理心法】參訪九華山－行願無盡，眾生未濟，
發菩提心，廣度眾生

在2011年8月底，筆者趁與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術交流之便，前往九華山參訪。

護國肉身寶塔



【管理心法】(續)參訪九華山－行願無盡，眾生未濟，發菩提心，廣度眾生

「孝親尊師」(地藏經)是佛教的基本法，也是倫理道德教育的核心；以此「大孝」 生慈悲心
開發人人本具的智慧寶藏，廣度眾生究竟離苦得樂，圓成佛道。

有人認為《易經》的最後一卦－「未濟」(即第六十四火水卦)，其結局並不圓滿，這是因在成佛
「既濟」之後，還須「回入娑婆度有情」，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
苦」，以及《無量壽經》所說：「縱使身止諸苦中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」。

因成佛的目的就是「道濟」眾生，這種「度生」的工作永遠做不完，故要積極努力廣度有緣之
「未濟」的眾生，幫助眾生「一切皆成佛」，這才是圓滿的結局啊！

深盼學佛同修深入精研《易經》，了解《易經》是教導我們啟發智慧，了解天道光明、修德防患、
趨吉避凶，期達到「无咎」之最高境界！

 (按：真經無字、真理無言、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，真正的佛法或真理是一種「心法」而非「言
說」之內容所能表達出來的，故佛說：「無法可說」、「不可說」。又不可說不可說是一大數字)

 (按：阿僧祇X阿僧祇=一無量，無量X無量=一無邊，無邊X無邊=一無等，無等X無等=一不可數，
不可數X不可數=一不可稱，不可稱X不可稱=一不可思，不可思X不可思=一不可量，不可量X不可
量=一不可說，不可說X不可說=一不可說不可說，這是《華嚴經》最大數字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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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念佛往生」即是大團圓

為度眾生故，兼顧情義理，

不變而隨緣，寂靜而常照；

廣結善法緣，同生極樂國，

不退而成佛，是即大團圓。

願共勉之！

常慚愧後學有恒仰勸

2022/01/15


	投影片編號 1
	【象辭】
	【彖辭】
	  【爻辭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鼎
	�【管理心法】參訪九華山－行願無盡，眾生未濟，發菩提心，廣度眾生�
	【管理心法】(續)參訪九華山－行願無盡，眾生未濟，發菩提心，廣度眾生
	「念佛往生」即是大團圓

